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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立项时间及起草过程

1、立项时间

2025 年 2 月。

2、起草过程

启动阶段:2025 年 2 月 19 日-- 2025 年 2 月 28 日

2025 年 2 月，《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规范》团体

标准项目立项后，作为该标准项目牵头制定单位，北京华文众合

科技有限公司按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要求，制定了详尽的工

作计划与方案，按照要求筹备召集师范大学的专家、研究机构的

专家、教研专家以及一线学校老师等成立了工作组。

起草阶段：2025 年 3 月 1 日-- 2025 年 4 月 20 日

（1）调研阶段

a.用户需求调研。包括对教育局基础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部

门、学校教育情况、书法教师的调研。调研范围包括发达地区、

欠发达地区不同层次的调研。调研形式：电话采访、面谈。

b. 产品调研。包括目前市场上的产品情况，例如字帖、练习

格以及数字化软件。

c.调研总结。包括对用户需求以及产品情况的调研总结，在

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与提炼， 2025 年 3 月 15 日，组织会议进

行讨论。

（2）初稿阶段：

a.确定框架。包括标准的总体设计原则与框架、目录结构，

功能要求框架、以及相应的规范划分等属于大纲型的内容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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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：召集工作组专家组织第一次会议，确定初稿框架。

b.条款书写。按照框架进行条目的填写。

c.初稿讨论及输出。召集工作组专家及所有成员组织第二次

会议、第三次会议，讨论修改意见，并完成讨论意见修改。

初稿征求意见阶段： 2025 年 4 月 21 日---2025 年 5 月 10

日。

a.对初稿征求意见，并组织专家进行讨论、修改。

审查阶段：2025 年 5 月 12 日---2025 年 6 月 15 日。

a.审核与修改。2025 年 5 月 12 日召开评审会议，会议提出如

下修改意见并做出修改：

专家意见 修改内容

张建强专家提出内容和标题的

匹配，侧重数字化教学。

1.以数字化教学作为主体和主

线进行修改，笔画和结构的规

范等部分作为数字化教学的教

学内容要求，习字格和数字化

工具等部分作为数字化教学工

具的要求。2.数字化教学部分

增加了技术应用与平台、特征

数据提取和 AI 评价体系、互动

教学和个性化学习、家校互通

与多级信息共享、跨学科融合

等内容。

张建强专家提出，遵循标准制定

的规范，如必须，宜、需要、可

已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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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非规范用词应修改。

李志民专家提出，格式和用语需

要修改。如不使用排除法。

格式和用语已修改。

张同印专家提出，结构和笔画分

类没有按书法专业要求写全。

标准是根据小学语文课本后面

的笔画表和结构表进行整理，

符合语文新课标要求，与专家

沟通可以不进行修改。

郑飞虎专家提出：健康的考虑；

桌椅的高度加入考量。

1.标准中已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对青少

年安全、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要

求进行了要求；2.桌椅相关规

定已有国家标准规范，与本规

范相关性较弱，暂不修改。

郑飞虎专家提出，技术和专利的

问题，明确书写方式和技术产品

的应用，处理好专利相关事务

本规范不含专利技术内容。

袁礼专家提出:明确是否校外机

构等也可以参考；术语定义只做

一般术语定义，不做组合词语定

义；标准核心是数字化教学，从

这方面提出整体要求；复杂表格

可以作为附录。

1.增加适用范围 2.重新定义

术语，删除组合词语定义 3.增

加数字化教学的目的和总体要

求 4.笔画书写和结构规范要

求作为附表。

b.征求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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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终审与输出。

报批阶段：预计 2025 年 6 月。

3、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

邹方程 首都师范大学 副教授 调研、起草

向大凤
北京华文众合科技有限

公司
董事长

整体协调、调研、
起草、

邓宝剑 北京师范大学 博导 调研、起草

崔树强 华东师范大学 博导 调研、起草
钟正 华中师范大学 博导 研讨、起草

张海波 东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

魏广君
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

所
博导 研讨、起草

萧文飞 中国艺术研究院 硕导 研讨、起草

胡玉龙 天津师范大学 教授 研讨、起草

党怀兴 陕西师范大学
原副校

长
研讨、起草

张 强 江苏师范大学 教授 研讨、起草

李成旺 西北师范大学
工学院
书记

研讨、起草

李贵明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研讨、起草

边 琦 内蒙古师范大学
教育学
院副院

长
研讨、起草

李文宝 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授 研讨、起草

王兴国 四川师范大学
书法学
院副院

长
研讨、起草

黄承利 海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研讨、起草

路书红 山东师范大学
教育学
部副部

长
研讨、起草

杨学巍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研讨、起草

金 梅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 书法教 书法教研、起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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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 研员

陈 昭
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

学校
书法教
研员

书法教研、起草

苏志敏 东城区青少年宫
高级教

师
书法教研、起草

杜 祥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副校长 书法教研、起草

贺军峰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
高级教

师
书法教研、起草

二、标准制修订参考依据

教语用厅〔2024〕1 号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

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》

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

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

GF 0023-2020 《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》

《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》教基二〔2013〕1号

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（教体艺 [2018] 3号）

GB 40070-2021 《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

GB 4943.1-2022 《音视频、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》

三、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不涉及强制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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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的情况

暂无。

五、涉及专利的情况说明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
六、公示征求意见时的主要意见及其处理情况

暂无。

七、对标准发布与实施步骤等的建议

希望本标准能在 2025 年 6 月底前发布实施。

八、废止或代替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九、有必要说明的其他事项

暂无。


